
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
省 ， 现 有 低 保 对 象

306.3 万人，居全国第二 ；特困人
员 48.3 万人，居全国第一。

社会救助，是保民生、促公平
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近些年来，
河南积极推进社会救助扩围增效，
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做好
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工作，及时解
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

去年 9 月，正式上线运行的
河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成为社会救助格局的重
要一环，通过预警信息实现社会
救助的“主动性”、“精准化”。

河南如何运用大数据做好
社会救助这一事关困难群体冷
暖的民生事，一起来看！

大数据
“圈住”困难家庭

临颍县繁城镇西街村村民

李新家，去年突然得到了一笔

5040元的救助款。1月 5日下午，
记者来到她家，探究这笔救助款

的来路。

院子里坐落着几间平房，绳

子上晒着被褥，李新正在忙家

务。提到这笔钱，她感激地说，那

是政府部门给她 70岁的婆婆的
救助，是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落实

政策帮他们家申请到的，事前他

们都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更不清

楚自家发生的事咋就被知道了。

这是个以打工收入为主的

农户，李新在家附近的超市打

工，丈夫在外务工。年迈的婆婆

多年有病，去年婆婆因为心衰紧

急入院，治疗花费算下来有 10
多万，新农合报销后家里还支付

了几万块钱，使本就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

“婆婆不在家，这两天又去

医院复查了。”李新说，“去年 9
月，村干部张晓勇来到家里，问

我家的医疗花费情况，说有个大

数据平台发现我家产生了因病

大额支出，特意来核实家里收入

情况，认为家庭符合救助条件，

可以上报信息申请救助。不久，

婆婆的账户就收到了救助款。”

繁城镇民政所所长杨占民

介绍，这是河南省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信息平台在社会救助中

悄悄起作用，平台监测到李新家

的情况后，发出了预警信息，镇

里的民政工作人员联系村里的

社会救助协理员，让其主动联系

李新家并核实情况真假，确定符

合社会救助标准后就帮助李新

家申请了临时救助资金，帮家庭

渡过难关。

经工作人员核实，李新家有

劳动力，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不

符合低保条件，但是因大病产生

了大额医疗支出，在其继续享受

低保边缘家庭政策的同时先给

予临时救助，接下来若其婆婆病

情加重或没有好转，考虑将其婆

婆按“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

一平台
托起社会救助

河南省兜底保障人群数量

大，并且这些社会最困弱的群

体，缺乏求助意识、求助能力，需

要基层工作者及时发现、及时救

助。社会救助工作中靠前一步，

运用各种方式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米”，才能及时将符

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社会救

助范围。

为做到社会救助“主动发

现”，确保救助高效直达，河南省

积极建设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把救助服务逐步

向移动端延伸，通过强大而精准

的监测预警功能，使每一个困难

群众都能进入民政工作视野，从

而“主动发现”救助对象，“快速

便捷”审核审批，让救助申请“触

手可及”。

河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

副处长李佳介绍，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预警系统的主要功能是

对已经纳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范围的低保、特困、低保边缘、

刚性支出困难以及其他低收入

人口进行动态监测预警，主要监

测医疗、教育、就业失业、自然灾

害、残疾、危房改造等指标变化

情况。“如果这些人员的家庭突

发了重大刚性支出事件（例如重

大医疗支出），民政部门以及地

方政府有关人员会在一定期限

内进行入户走访，对因病因灾造

成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予一定救

助帮扶措施。”

监测预警系统关键是设置指

标。河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信息平台设置的指标中，哪些是

核心因素？李佳称，河南省的监测

预警系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指标

评价体系，每一项指标都会赋予

一定的分值，当累计分值达到预

警警戒线时就会触发风险处置预

警。目前，医疗报销数据指标所占

分量很重，是平台监测的重点。只

要某个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报销自

费金额达到或超过 5000元，无论
其他指标分值如何变化，都会触

发风险处置预警，下一步工作人

员就会入户走访。

为何医疗报销指标能占如

此大的分量？他解释，重大疾病

因素具有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对

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和基本生

活威胁最大，是现阶段造成返贫

致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铁脚板”
跑通救助政策

家庭遇到困难，预警信息随

即出现，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救

助政策高效落实。李新家的受助

过程，已成为河南省大数据社会

救助的一个缩影。

1月 5日下午，临颍县繁城

镇民政所，工作人员正在河南省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

查看信息。平台上出现的预警信

息处置等级分为“一般”和“紧

急”。当天，繁城镇共录入 12条
信息，意味着工作人员已经到辖

区里的 12个家庭开展了入户调
查核实。

“只要平台上的辖区困难人

群出现预警信息，乡镇工作人员

就会进行入户调查，发挥‘铁脚

板’的优势，把为民政策的‘最后

一公里’跑到，这项工作已经成

为我们的一项工作职责。”杨占

民说，每个行政村都配置有一名

负责救助工作的社会救助协理

员，由村干部兼任，全镇有 32个
行政村，目前共有 32名协理员，
实现了村村有人担责。

目前，河南省根据低收入人

口困难程度和困难类型，分层分

类提供常态化救助帮扶，主要包

括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

以及急难社会救助等。河南省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于

2023年 9月上线运行，目前已推
送预警处置信息 6.6万条，入户

走访 5.1万户，对其中 1.8万户家
庭给予了救助帮扶建议或措施。

借助该平台，社会救助体系

分层分类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有

效。河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负

责同志说，从实践操作来看，不

同预警对象的家庭情况各不相

同，需要结合本人的实际情况给

予不同的帮扶措施。比如一个低

保对象突发重大疾病，家庭开支

较大，由于其本人已经获得了低

保有关政策，不能重复办理低

保，这时可以通过临时救助给予

一次性救助金，严重的还可以帮

助其申请慈善帮扶资金。但是如

果同样情形发生在低保边缘家

庭，那么就可能升级保障层级，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将该家庭

从低保边缘家庭转为低保家庭，

使其获得更大的救助帮扶力度。

截至去年年底，全省 136.5
万脱贫人口、40.5万监测对象通
过社会救助进行兜底保障，分别

占脱贫人口、监测对象总量的

22%、49%，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

（据《河南日报》）

河南：数据有温度 救助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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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浙江宁波迎来了

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寒潮频繁过

境，最低气温已跌至零下，许多

社区工作者这几天非常忙碌。残

障人士、孤寡老人、低收入群体

过冬衣物够不够，住得是否暖

和，买菜、看病有没有困难？一连

串问题萦绕在他们心头。

位 于 鄞

州区首南街

道和顺社区

的和顺家园，

是宁波市体

量最大的保

障房小区之

一。和顺社区

党支部书记、

社区主任郑

萍随身带着

的笔记本上，

记满了最近

需要帮助的

居民的名字。

“身体有

什么不舒服别忍着”“家里的电

器如果坏了，及时告诉我们”“小

朋友写作业的书房有点漏风，过

两天我们让物业的同志上门来

看看”……一句句实实在在的叮

嘱，让王忠心里倍感温暖。

在和顺社区，社区工作人

员与退休党员、热心居民还一

道成立了“为众慈善服务工作

室”。大家群策群力、发挥各自

所长，暖心善举每天都在社区

里发生：

有人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免

费提供代配药、代买菜、代取快

递服务；有人免费为行动不便的

居民提供上门理发服务；有人每

天上门探视高龄老人生活状况；

还有人经常去陪孤寡老人谈心，

尽力减少他们的孤独感……

“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大

仗’面前显担当，点滴积累在平

时。”鄞州区民政局党委书记、局

长邱爱民告诉记者，当地持续施

策发力，在精准推动救助工作扩

围增效、实现社会救助品质提升

上不断下功夫。

对于住房困难群体，鄞州

区按照“一户一案”要求，探索

实施集居室改善、家具配备、家

电更新于一体的“善居工程”建

设；针对视障群体，鄞州区潘火

街道等部分街道推出“光影心

播客———给视障人群讲电影”

志愿服务项目，为视障人群搭

建特别的“观”影渠道；对于心

智障碍群体，鄞州区积极对接

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为他们

量身定制就业岗位……

“我们积极建强纵向救助网

络，构建以 1 家区级平台为核

心、22家镇街服务站为主体、388
家村社服务点为‘触角’的三级

‘助联体’，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汇聚各方力量，有效实现

‘弱有众扶’。”邱爱民说。

宁波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丁导民表示，近年来宁波坚

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

续的总体思路，加快构建城乡统

筹、分层分类、精准高效、多元参

与的大救助体系，在实践中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我们充分发挥群团、慈善

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作

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公

益创投、鼓励社会捐赠等方式，

构建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同推进

社会救助的工作格局，提升‘民

生温度’，增加‘幸福厚度’。”丁

导民说。 （据新华社）

浙江宁波：提升“民生温度” 增加“幸福厚度”

临颍县繁城镇民政所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河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王向前/摄）

2023 年 12 月 26 日，和顺社区志愿者入户探
望独居老人（新华社记者 顾小立/摄）


